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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　　本书由十四位海内外知名诗人兼学者共同完成。
每位作者联系自己的创作实践，结合国内外（主要是国内）现当代诗歌发展演化的状况与态势，就既
有诗学范式的改塑和新诗学范式的构建，提出了富有原创性的看法。

　　另外，每位诗人论文后面均附有其代表性作品至少两首，对其理论形成某种印证。

　　本书在国内诗学界开出了一条新的研究进路，开始使我国的神学诗学建设从少数个人的孤单探索
，逐渐走向一种集体性的共同行动，对未来一个时期内我国神学诗学的发展和神学诗学中国学派的形
塑具有重要的推动、引领作用，亦可与传统诗学互看互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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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简介

　　刘光耀，1954年生，襄樊学院神学美学研究所所长、教授，诗人，香港道风山基督教文化研究所
特约研究员，武汉大学宗教学硕士生导师，陕西师大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兼职教授，《神学美学》主编
。
主要学术方向宗教哲学、神学美学。
自1980年至今发表论文80余篇，出版专著《超验主义美学引论》、《四福音书解读》、《诗学与时间
》、《逻各斯：天人之际的探究》共4部；出版译著《关于上帝信仰的对话》、《宇宙与创造主》、
《英语文学中的圣经传统大辞典》共3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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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忧伤痛悔的心，你必不轻看”荣光启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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神学诗学理论构想
福音的诗学李建春?
附李建春诗歌4首?
神学诗学：神人诗学刍议刘光耀?
附刘光耀诗歌4首?
上帝：第一位诗人林季杉?
——从拙作《哀歌》设想“伊甸园诗学”
附林季杉诗歌2首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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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　　实际上，任何大诗人都难以被一种意识形态归类。
他们虽然在思想上和感情上倾向于某一种宗教，但生活的实际总会使他们有超出意识形态之处。
比如陶渊明、杜甫就很难说是纯粹的道家诗人或纯粹的儒家诗人，而是各种因素都有，这只能是说存
在的丰富性超过了意识的丰富性，生活是长青的而理论是灰色的。
一个人选择某一种宗教或哲学，是因为他觉得这种宗教或哲学与他的生活体验相吻合，当然他也会淡
化或舍弃不能解释他生活的部分。
如果将理论与存在颠倒，用理论来规整存在，在写作上囿于僵化的意识形态，亦步亦趋，则反而难成
大器。
在这个问题上，可以说诗人先于基督教诗人，诗歌先于基督教诗歌。
由于有与他人一样的人性，诗人才有人之常情，能与他人进行情感和思想上的沟通，但也由于他有基
督教的视角，因此能提供新的感受，而对与他人的交流有所贡献。
　　中国有着丰富的文化传统（儒释道与民间宗教），基督教人华后一直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与它
们如何相处。
对于基督教诗人来说，可以有纯粹的形态，对其他宗教持排斥的态度（如但丁，但这在当今宗教多元
的世界里已几乎不可能了），也可以有融和的形态，对于本地文化持宽容和吸收的态度。
就一神论的历史来说，犹太教、基督教、伊斯兰教主要是排他性的，因此造就了许多难题，如宗教战
争、宗教偏见，今天中东问题可视为其表现之一。
如果一位中国当代诗人不幸陷入了基督教原教旨主义，极端唯灵，或极端唯经，则难免会出现“教性
高于人性”的现象，与“常人”自我隔绝，视世俗为黑暗，难以与非教徒沟通，我认为这是应该避免
的。
　　但就东方的民族性格和宗教传统来说，中国和印度都以融合、兼容为主，因此将来中国基督教诗
人如果有异于传统西方基督教诗歌的大成者，可能会是融合东方智慧的诗人。
这也会是中国基督教思想对世界基督教的贡献，否则只会是对已有的西方基督教形式的照搬而已。
　　⋯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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媒体关注与评论

　　诗，是以语言的显现来构想语言事件，圣经即是语言事件，圣子亦是语言事件，当我们将语言催
逼到穷途末路时，“语言的尽头，即是诗的开头”。
缺乏诗性的信仰，不仅抹灭人性，更与神性无缘；汉语神学太多的“思”，却尚未进入“诗”，本书
向我们显现汉语的诗性神学不仅“可能”，而且是“不可能”。
　　——曾庆豹（国际著名宗教哲学家、文化批评家、散文家，台湾中原大学宗教研究所教授）　　
　　基督信仰的核心就是苦难与盼望，其象征性的表达即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受难与复活，这是基督教
神学的前设。
所以，任何对于苦难中的盼望或盼望中的苦难的文学表达，都可以纳入“神学诗学”的研究范畴。
它在主题关怀上需要洞见上帝之道，在形式关怀上需要彰显诗歌之道，以此评论今日基督徒或非基督
徒的诗歌。
在汉语主流诗歌世界热衷于所谓的口语诗文体的今天，神学美学家刘光耀教授主编的《神学诗学十四
诗人谈》，既有对诗歌创作的内在语言探问，又有对背后的诗性依据的超验神性追究，其在当代汉语
思想界尤其是文学批评界具有开先锋的价值。
　　——查常平博士（艺术评论家、圣经学者、《人文艺术》主编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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